
2023年雨霖铃教学设计一等奖 雨霖铃教
学设计(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雨霖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一

1、反复诵读，品鉴意象，体味情感

2、体会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诵读、鉴赏四、

教学过程：

1、导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燕太子丹与
荆轲之间的“壮别”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高适与董大之间的
“慰别”；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王维与元二之间的
“酒别”；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是白居易与客人之
间的“惨别”；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苏轼与其亡妻之



间的“梦别”。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柳永，一起去感受他
笔下的离愁别绪，共同来学习柳永的《雨霖铃》。

2、作者及背景柳永（约987——1053），北宋词人。原名三
变，福建崇安人。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七、柳屯田。为人
放荡不羁，终身潦倒。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伎生活，尤
其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铺叙刻画，情景交融，
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很广，“凡有井水饮处，
皆能歌柳词”，有《乐章集》。

《雨霖铃》此词为柳永从汴京南下时与他心爱的人难舍难分
的痛苦之情，倾吐深深的离愁时，也抒发了对自己遭遇的感
慨和受压抑的愤懑。这首词写离情别绪，达到了情景交融的
艺术境界。词的主要内容是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作为衬托来表
达和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情。宦途的失意和与恋人的离别，两
种痛苦交织在一起，使词人更加感到前途的暗淡和渺茫。

3、介绍词牌名《雨霖铃》

4、整体感知诵读指导朗读分为三个阶段

音读—读音无误字正腔圆准确清晰

义读—自然流畅停顿科学重、拖音合理

情读—准确、鲜明、生动地传达词人的情感

请一位学生读，正音。

第一、要注意断字。如“对长亭晚”

第二，有几个地方要把感情读到位，如寒蝉凄切——“凄”
字要读得长，“切”要读得短，要读出词的凄切之感：竟无
语凝噎——要稍重，稍停，读出哽咽之声、冷涩之感（人物



情感的高潮）：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要稍重，稍停，拖音
（领起字）；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要稍重，稍停，
拖音（领起字）。

5、研读、鉴赏手法

（一）《雨霖铃》是词人从汴京南下时与情人的惜别之作词
中自然饱含着离别之情。这种离别之情是如何抒发呢？引导
学生说出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你认
为哪些意象最能触动人的离愁与相思呢？任选一两处进行赏
析！

鉴赏诗词要点

内容运用哪些意象？营造什么意境？情感抒发什么情感？技
巧运用什么手法？

语言如何赏析品味语言？

赏析思路

表现手法+意象+意境+情感或表现手法+翻译+情感

（1）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分析：“寒蝉”：特指秋天的蝉，天气转凉，此时的蝉生命
即将终止，再也不像夏天时没日没夜嘶叫不已，它的.叫声凄
凉悲切。

“长亭”：秦汉时期在乡村大约每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
负责给驿转信使提供馆舍、给养等服务，后来成为人们郊游
驻足和分别相送之地，特别是经过文人的诗词吟味，十里长
亭逐渐演变成为送别地的代名词。

如：唐李白《菩萨蛮）：何处是归程，长享更短亭李叔同



《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骤雨初歇”：
一阵急雨刚停。赏析：这句诗句运用了融情于景的手法（手
法）寒蝉、长亭、日暮、雨歇，（意象）给我们营造了一个
凄清萧瑟的送别氛围（意境）。这一句点出了别离的季节
（萧瑟凄冷的秋天》地点（长亭）、具体时间（雨后阴冷的
黄昏），为全词定下凄凉伤感的感情基调。

（2）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分析：“烟波”是波面像轻烟笼罩着，是愁人的景象。“暮
霭”是傍晚的云气。“沉沉”是重重下压，极深邃的样子。
从汴京南下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所以说“楚天阔”，这两句
是别离的情绪也是暗淡的。

作者在这种景色中，那暗淡的情绪就变得越发暗淡了，更何
况渺茫的前途？于是就把所有的景色都涂上了更加暗淡的色
彩，这样一来，给予读者的感受就不光是自然的颜色，更深
刻的是这种景色中充塞着茫无边际的离愁别恨。

赏析：这一句运用了融情于景，虚景写实情的手法，词人借
用想象之景：浩渺的烟波，沉重的暮霭，望不到边际的楚天，
营造了一个迷蒙辽阔的意境。含蓄深沉地表现了词人分别后
抑郁难舍、孤独寂寞的感情。

（3）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分析：柳：“柳”的谐音是“留”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
所以在许多送别诗中都会出现柳。王维《送元二使安
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晓风：拂晓的风凄冷，用凄冷的风写凄冷
的情。残月：月有阴时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两者即为相似。
词人面对一钩残月，唤起了他孤独意识、月光清辉，与人的
凄凉心情颇为相似，词人引入月亮加以渲染，烘托离愁别绪。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千古传唱的名
句，作者把“杨柳”“风”“残月”三种最能触动离愁的意
象集中成一幅画面，让人体会到愁更愁。这几句也是作者的
想象，一舟离岸，词人酒醒梦回，只见习习晓风吹拂萧萧疏
柳，一弯残月高挂柳梢，是虚写之景。

赏析：此句为词人想象之景，是虚景，融情于景。词人把古
代意象中最能触动离愁的四件事物：酒、杨柳、晓风、月影，
集中渲染成一幅凄清孤寂的面面，用酒的愁苦、柳的寂寥、
晓风的清冷、残月的破碎来烘托离人形只影单、孤零惆怅的
心境。词以风之凉，月之残透露离情别绪，抒情含蓄，的确
应为千古名句。（二）词人写景时运用融情于景的艺术手法，
还运用了什么手法？虚实结合。何为虚？何为实？实写，是
写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实像、实事、实境。虚写就是写直觉中
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能从字里行间体味出那些虚象和空灵的
境界。

（1）幻想：神仙鬼怪世界和梦境

（2）想象：设想的未来之境

（3）回忆：已逝之景之境

（4）联想：由此及彼

6、课堂总结：柳词之美，美在有景，有物，有人，有情。惟
有景，才使万物美丽；惟有物，才使万物丰富；惟有人才使
万物生灵；而惟有情，才使万物富有神韵。作者笔下的情景
是有机交融的（情景交融），作者将眼前之景与未知之景相融
（虚实结合），如此这般，才有了这份凄楚哀婉。



雨霖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二

1.在朗读中体味《雨霖铃》的思想感情和凄清意境；借助对
意象的分析，体会词中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的艺术特色。

2.通过反复诵读，合作探究，品味语言，整体把握意境，掌
握赏析诗词的方法。

3.体味《雨霖铃》的思想感情和凄清意境，培养对古典诗词
的热爱及纯正的文学兴趣。

体会婉约派词的特点，抓住关键词句理解景之精妙和情之真
切，感受《雨霖铃》中的意境和情感，体会情景交融、虚实
结合的艺术特色。

体会词中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的艺术特色。

一课时

多媒体课件

1.课前利用多媒体播放歌曲《送别》，让同学一起跟唱。营
造哀伤凄美的离别氛围。

提问：听完这首歌曲，你的感受是什么?同学们知道哪些抒写
离愁别绪的诗词名句?

分享后总结：看来同学们知道的不少，很好！今天我们再次
轻轻叩开古典诗词的门扉，来欣赏一首别离词，感受别离词
的千种风情，它就是柳永的《雨霖铃》。

2.请同学简单介绍对词人的了解及这首词的写作背景。老师
以ppt为工具对学生的回答做补充，并简单介绍《雨霖铃》词
牌知识。



1.试读。学生小声诵读，注意语调、语速、停顿及情感基调。
根据自己的预习理解，将疑难之处标出。同位可讨论。

3.指读。请学生代表配乐朗读。教师指导。

4.齐读。学生根据ppt课文字幕、意境图，边读边想象，理解
词意。

1.词中描写了离别的哪些情景?直接表现作者情感的词句是什
么?

点拨：情景——饯别时暗淡、低落的心情，船要出发时难舍
难分的痛苦，设想中“今宵酒醒”后的凄凉、怅惘，日
后“良辰好景”不再的极度孤独、无聊。

这首词的主题句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2.学习上阕，重点学习融情入景的写法。

（1）“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描绘了一幅怎样的
画?抒发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点拨：时当秋季，景已萧瑟；且值天晚，暮色阴沉，而骤雨
滂沱之后，继之以寒蝉凄切：词人所见所闻，无处不——凄
凉。

起笔用融情入景、以景衬情的手法不仅捕捉了晚秋景物特点，
写出所见、所闻、所感，而且酝酿出足以触动离愁别恨的气
氛和情调。

（2）“都门畅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
无语凝噎。”这写什么?

点拨：极写饯别时的心情，委婉曲折，欲饮无绪，欲留不能，



依依不舍，难舍难分。

（3）“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是眼前之景还
是想象之景呢?

点拨：由眼前的实景转入到想象的情景，虚实结合的写法，
体会全词缠绵悱恻、凄凉清丽的意境。

3.学习下阕，重点鉴赏典型诗词意象。

（1）下阕中出现的典型诗词意象有哪些?

点拨：意象——酒、柳、风、月。

点拨：。离人借酒消愁，但举杯消愁愁更愁。“柳””留”
谐音，折柳赠人有挽留之意。清秋的晓风是凉的，恰合别后
心境的凄凉。残月清冷的形象暗合凄清冷落之感。词人寓情
于景，借景传情，以风之凉，月之残透露离情别绪。

4.说说你最喜欢的句子是哪些?为什么?

点拨：提示从写作技巧，意象意境，表达情感这些方面入手。

1.请同学们看看词人是从哪些方面来表现“伤离别”这一主
题的?分别有什么特点?

点拨：围绕“伤别离”主题，描写了别前、别时、别后三个
部分。上片离别情景，以实写为主；下片想象别后情景，以
虚写为主。体会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的手法及情感的深沉与
婉约。

2.赏析柳永的《蝶恋花》。学生讨论后派代表讲解，师生共
评。

点拨：进一步体会柳永词的婉约特点及缠绵悱恻的情感。



1.对比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体会豪放派与婉约派的风
格特点。

2.课后利用网络小环境，以“我眼中的柳永”或“我所熟知
的柳词”为题，写一篇小论文。

《雨霖铃》柳永

别前——寒蝉、长亭、骤雨（实）寓情于景

伤别离别时——兰舟（实）

别后——烟波、暮霭、酒、杨柳、晓风、残月（虚）虚实结
合

雨霖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三

1、理解融情入景，虚实相济的特点。

2、理清思路，熟读成诵。

鉴赏词，体味融情入景，虚实相济的艺术特点。

品位诗词意象，体会作者感情。

一课时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是燕太子丹在
易水河边送别荆轲去刺杀秦王时，荆轲高歌而去时所
唱；“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王维与友
人送别时的情景………人们常叹：“人生苦短，岁月蹉跎”，
我们常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是啊，人生无
常，聚散不定！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别离的苦痛。可这苦
痛倒触发了诗人的诗情，他们用诗词歌赋来倾诉咏叹他们的



离愁别绪。透过这些诗词，我们可以想见朋友分别时的悲楚，
夫妻天各一方的哀怨，母亲呆望游子归家的泪眼愁眉，我们
可以体悟到“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的至理。

今天我们再次轻轻叩开古典诗词的门扉，不经意间就会发现
生命在演绎着悲欢与离合，一个个泪眼婆娑的丽姿和一个个
凄婉缠绵的动人故事。长亭送别，执手相看，西口走送，挥
手回眸，柴门扶杖，汽笛声催......

我们学习过那么多宋词，应该明白宋词可以分为几个流派？
（答：两派。豪放派和婉约派。）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是？
（苏轼、辛弃疾）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是？（柳永、李清照）
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别离诗，感受别离诗的千种风情，它
就是柳永的《雨霖铃》（板书）。

柳永，北宋词人，原名三变。熟悉民间乐曲。但为（人）放
荡不羁，屡试不中。直到中年之后，改名为永，中过进士，
只做过屯田员外郎一类的小官，世称“柳屯田”、“柳郎
中”。

他的词，内容多体现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抒发离情别绪，
表现妇女不幸的遭遇和自身沉沦的哀怨，曲折流露出对现实
的不满。

但他一生穷困潦倒，以至最后寄食寺庙，在贫困交加中逝去
僧舍。死后，一群红尘知己为他安葬。成为当时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他精通音律，变旧声为新声，创制了大量适合于歌唱的慢词，
这首词调名《雨霖铃》，就是取唐时旧曲翻制。据《明皇杂
录》云，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避地蜀中，于栈道雨中闻铃音，
起悼念杨贵妃之思，“采其声为《雨霖铃》曲”。所以这支
曲本来就是寄托相思的，词调极尽哀怨。”柳永充分利用这
一词调声情哀怨、篇幅较长的特点，写委婉凄侧的离情。此



词当为词人从汴京南下时与一位恋人的惜别之作。

作者当时由于仕途失意，心情十分压抑，决定离开京城到外
地去，但一想到从此将不能跟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失去爱
的慰藉，便觉得痛苦万状。这首词就集中反映了他这种复杂
的心情。

1、听范读《雨霖铃》（让学生感受词的感情基调）问：能感
受到这首诗的感情基调吗？

感情基调：哀婉、悲伤、凄清。（板书）2、指导诵读。

（读准字音；读出节奏；读出感情）请同学先自由朗读，再
集体诵读。

3、疏通词句：（注释中有的不在讲解之列。）寒蝉：初秋乍
寒时的蝉，偶尚自鸣，但短促无力，至深秋则噤。

烟波：烟雾弥漫水波动荡的水面。

无绪：古，没有心思。今，没有头绪。

念去去：想到将来……应是：即便是。

1、让学生自读，思考：从时间角度看，这首词的层次应如何
划分?

上阕3、“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问：起首三句写什么？是情？是景？

（写景）明确：对。写别时景。点明了季节、时间、地点和
事件。勾勒了一个情人离别的典型环境。

4、问：地点呢？（长亭）；时间呢？（晚上）；季节（秋



季）；事件（离别）提到秋季会有怎样的感觉？（萧瑟）时
当秋季，景已萧瑟；且值天晚，暮色阴沉，而骤雨滂沱之后，
继之以寒蝉凄切：词人所见所闻，无处不--凄凉。加之当
中“对--长亭--晚”一句，句法结构是一二一，极顿挫吞咽
之致，更准确地传达了这种凄凉况味。

起首句的词已给全诗定下了基调：“凄切”。

5、“都门畅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问：这写什么？（写情）极写饯别时的心情，委婉曲折，欲
饮无绪，欲留不能，依依不舍，难舍难分。恋人在都门外长
亭摆下酒筵给他送别，然而面对美酒佳肴，词人毫无心思。
（问：为什么？他的思绪正在想什么？）正专注于恋人，所
以词中接下去说“留恋处、兰舟催发”。这七个字以精炼之
笔刻画了典型环境与典型心理：一边是留恋情浓，一边是兰
舟催发，留恋和催发，这样的矛盾冲突何其尖锐，不
想“别”而又不得不“离”。于是后面便迸出6、“执手相看
泪眼，竟无语凝噎。”

问：这句（写情态）。语言通俗而感情深挚，形象逼真，如
在目前。

启发学生想象这副画面，把语言形象化进而图象化，以体会
诗的意境。（提示：两人相对而立，手握手，眼对眼，泪眼
婆娑。是“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是“别有离愁暗恨
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是“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
是“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啊！既然这么不舍
得，那词人为什么要离开呢？（也许是统治者不欣赏，也许
是迫与生计。总之是不得不离开。古往今来恋人离别都是一
样的。）“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问：词人“竟无
语凝噎。”那么词人凝噎在喉的是什么话呢?是“念去去，千
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7、“念去去”二句便是他的内心独白。

问：这句写什么？（写景）这里的“念”字用得特别好。承
上启下，表明是设想别后的道路遥远。

“念”字后“去去”二字连用愈益显示出激越的声情，读时
一字一顿，遂觉去路茫茫，道路修远。“千里”以下，声调
和谐，景色如绘。既曰“烟波”，又曰“暮霭”，更曰“沉
沉”，着色可谓浓矣；既曰“千里”，又曰“阔”，空间可
谓广矣。

（提示学生想象这副画面：作者站在河边，放目远眺，面前
所见：一望无际的海面，远处山色朦胧，海面上层层灰蒙蒙
的雾气升腾，整副画面是灰色调。好象一副山水画。）这样
的画面给人怎样的感觉？（压抑、苦闷、茫然）诗人想到前
路茫茫，自己将越走越远，离心爱的人越来越远，心越来越
苦，愁思也越来越深。（全句写景，又全句写情）。

8、“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秋节”一句，又推进一层，更何况我正在这冷落凄凉的秋季，
多么难以忍受！“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柳永把这种感
受融化在自己的诗中，又扩大了这种感受，以“更那堪”衬
托自己的`离情比古人更深。

9、问：“清秋节”一词，照应前面哪句？（起首一句“寒蝉
凄切”）前后照应再次点明离别时的凄清氛围。比起首三句
的以景寓情更为明显、深刻。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今宵”三句蝉联上句而来，后来竟成为苏轼相与争胜的对
象。那么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词中有画，景中含情。
（提示学生想象画面：一舟临岸，词人酒醒梦回，只见习习



晓风吹拂萧萧疏柳，-弯残月高挂杨柳梢头。）联系特定情境。
画面出现在“酒醒”之后，离人借酒消愁，但举杯消愁愁更
愁，帐饮时已然无绪，更何况酒醒之后?诗人此时，前晚“执
手相看泪眼”的图景依然鲜明的留在心上，而前路是“千里
烟波”，继续前行离爱人越来越远，可以想见他的心情。

结合全诗旨趣。这首词的主旨句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
堪冷落清秋节”。这两句叙述全篇本意，是词的主要文
句，“今宵酒醒何处”两句烘染本意，将诗人的立意渲染为-
幅深秋羁旅图。“杨柳岸”、“晓风”、“残月”三个典型
意象组合在一起，引起读者无尽的想象和遐思。这两句诗暗
含旨趣，画面生动。

问：整个画面的基调如何？（整个画面充满了凄清的气氛。）
客情之冷落，风景之清幽，离愁之缠绵，完全凝聚在这画面
之中。比之上片结尾二句，虽同样是写景，写离愁，但前者
仿佛是泼墨山水，一片苍茫；这里却似工笔小帧，无比清丽。
词人采用了画家所常用的点染笔法。“多情自古伤离别，更
那堪冷落清秋节。”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酒醒何处?杨
柳岸、晓风残月。”在上两句的基础上进一步渲染这种离别
时的凄清。这四句密不可分，相互烘托，相互陪衬，意境完
整，形象统一。

10、“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
与何人说？”

“此去经年”四句，构成另一种情境。因为上面是用景浯，
此处则改用情语。他们相聚之日，每逢良辰好景，总感到欢
娱；可是别后非止一日，年复一年，纵有良辰好景，也引不
起欣赏的兴致，只能徒增惆怅而已。

“此去”二字，遥应上片“念去去”。“经年”二字，近
应“今宵”。在时间与思绪上均是环环相扣，步步推进。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益见钟情之殷，离愁之
深。其以问句做结，更留有无穷意味。伤感如歌曰：“长离
别，离别就会在眼前；说再见，再见可是太遥
远……”、“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些句子犹如奔马收缰，
有住而不住之势；又如众流归海，有尽而未尽之致。

归纳全词：

我们再回头看整首词，情语在写情，景语也并非只写景，每
句中都包含无限情思。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六、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学了婉约词的代表作《雨霖铃》，重点让大家把握
词融情入景，虚实相济的特点。另外还让大家品位词中意象，
体会作者感情。在此基础上了解婉约词的风格。

感情基调：哀婉、悲伤、凄清。

别前--依依不舍别后--想象相思

雨霖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四

(一)情感目标：借助多媒体和教师对作品的体验，带领学生
以真挚的感情品读作品，培养诗歌兴趣和文学素养。

(二)知识目标：

(1)通过反复朗读，感知作品内容和思想感情;

(2)掌握写景抒情、情景交融和虚实结合的写法;

(3)鉴赏意象，掌握婉约派的特点;



(三)能力目标

引导学生学会合理、充分使用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式、探究
式学习，开拓知识面，丰富教学内容。

1、理解古典诗歌传统意象在作品中传情达意的效果。

2、体会理解的基础上背诵《雨霖铃》

美读法讨论法问答法诵读法

多媒体

双主导学

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二、检查预习：

1、了解词牌(学生课前作好资料卡准备)

2、了解词人(学生课前作好资料卡准备)

出示多媒体课件教师简要点拨：柳永虽然才情卓著，但早年
屡试不第，一生仕途坎坷，生活穷困。经常出入娼馆酒楼，
深深了解歌伎们的生活，深切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他同歌
伎的交往并不像浪荡公子，纨绔子弟之流的风花雪月，虽然
身份不同，但在歌楼酒馆，他找到了感情的寄托，找到了发
挥才华的地方。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识。”在他的很多佳作中，很多取材于同歌伎们在一起的悲
欢离合，。

3、预习字词疑难生生对答



教师预备内容：帐饮、无绪、竟、凝噎、暮霭、堪、纵

三、听读全词感受离别

第一步：教师范背全词

第二步：学生初读全词，读准字音

第三步：师生听多媒体范读

师生共同探讨诵读要注意的问题：感情基调：悲戚低沉

断句

语意的连贯

(学生集体朗读全词)

四、品读全词体味感情

1、学生分小组讨论重点分析上下阕写景抒情部分，并概括词
的上下片内容

学生自由发言教师出示板书：《雨霖铃》

叙别前(实)--情语：执手相看泪眼

景语情景交合

情语实写：寒蝉骤雨长亭兰舟虚实相济

思别后(虚)--景语虚写：烟波暮霭杨柳岸晓风残月

2、学生观看flash图片，进一步体会全文的思想感情。



3、根据词上下片的内容，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个送别场景或
回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惜别事件。

4、作者在本词中抒发了什么情感?他和我们的情感相同或是
相似吗?(学生再次集体朗读全词，注意读出感情，然后回答
问题)

五、赏析名句体会意境

1、本词抒发了跟情人难舍难分的感情，从哪些词句最容易看
出这种情感?

2、还有几句不能直接看出与情人难舍难分之情，那么这几句
到底有没有这种情感(引导学生赏析名句，准确把握词中景物
描写所起的作用)

(1)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教师明确：开首这三句，简单看，只是交代送别的时间、地
点，然而细心留意，景物特点：“蝉”是“寒”的，特指是
秋后的蝉，秋有萧索感受，而蝉在凄凉急促地鸣叫，傍晚时
分让人有落寞之感，更兼雨后带凉意。再看词人，一
个“对”让我们联想到他的动作可能是“呆”对着长亭。这
样，这里的景已不是单纯的景物。一阵骤雨过后，景色特别
鲜明刺眼，周围都是凄切的蝉声，又正是暮色苍茫时分，对
着这送别的长亭，这是多么动人愁思的境界呵!可见这里着重
的是在酿造一种足以触动离情别绪的气氛，先给人一种无可
奈何的感受，打下情感的基础，以增强下面抒写情事的真实
性和感染力。这句要读得凄凉、落寞。

(2)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教师明确：江面上，轻烟笼罩，浩淼空旷，傍晚的云气重重
地下压，所以是沉沉的暮霭。给人一种压抑、郁闷的.感觉。



还没有离别，便想象行程遥远，空旷广漠中充满着漂泊无依
的愁绪。想到从此天各一方，心情更加暗淡，移情入景，水
色天光便披上了阴影。这句要读出苍茫、孤独味来。

(3)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在此句中词人写到了一些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典型意象，
如酒、柳、风、月，这些意象给你什么样的联想呢?请同学们
给合之前所学，讨论3分钟，谈谈看法。

教师明确：关于酒：常言借酒消愁，酩酊大醉后，把一切苦
恼抛诸脑后，依依惜别时，“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就痛快地一醉而别。自欺欺人也好，逃避现实也罢，“醉翁
之意”已不在酒了。喜时——杜甫说：“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兵收河南河北》)哀时——曹操
为功业人才而愁，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
《短歌行》)愁时——李白失意官场，说：“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苏轼也
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李清照思念丈夫时，说：“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
来风急?”(《声声慢》)王维送别元二，说：“劝君更尽一杯
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

关于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月是离合的象征，
何况是残缺不全的月，最易引起词人的愁思。

关于风：古语有云：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天是特别让人伤感
的季节。晓风轻拂，带来的并不是快意，而是凉意，凄凉的
感觉。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
回。”

总结：柳有“留”意，残月西挂，伊人不再，晓风侵人，徒
添冷意，借酒消愁愁更愁。“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作者组合了最能触动离愁的景物入词，酿造意境，增添了



抒情色彩，渲染了浓烈的气氛，更能展现出微妙的心理活动，
挑动读者的心弦。

(回想整首词，指名背诵)

六、集体背诵反复涵咏

七、课下作业：

学生分组为本词写一个脚本，然后交流

雨霖铃教学设计一等奖篇五

雨霖铃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一﹑导入

这首词的基调:低沉﹑哀婉﹑悲伤﹑凄清。词的上片写在一个
秋天雨后的傍晚,词人和恋人在都门外离别时依依不舍的情
景;下片写词人想象离别后羁旅生活的情状。

六﹑品读鉴赏(串讲)(一)“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语文建设

01

想必是一桌子的酒菜,筷子动也没动。两人心中是百般留恋,
依依不舍。但是人要留,船家却催促了:“天色已晚,开船了”。
“留恋处﹑兰舟催发”这七个字以精炼之笔刻画了典型环境
与典型心理:一边是留恋情浓,一边是兰舟催发,这样的矛盾冲
突何其尖锐。如何是好呢?正因为如此,后面进发出:“执手相
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时应有千言万语,为何却无言了
呢?——学生言之成理即可。(三)“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



沉沉楚天阔。”这句话承上启下,全句写景,又全句写情,诗人
想到前路茫茫,自己将愈行愈远,离心爱的人也越来越远,心中
的愁思也愈来愈深。这里,浩渺无际的江水与词人心头难以排
解的愁肠相似;傍晚云雾浓重的特点与词人心情的沉重压抑相
似;楚地天空的空阔辽远与愁绪的无边无际相似。词人从眼前
所见写起,又想象行舟后所见之景,写法上是半虚半实。

(四)“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自古以来多情的人最伤心的是离别,离别总是令人神伤。这里的
“自古”似乎有自我安慰之意,但紧接着用“更那堪”翻进一
层,更何况又逢这冷落凄凉的秋天,这离愁哪能经受得了!突出
当秋而悲,甚于常情。离愁别绪不断涌上心头,只能借酒消愁,
但是酒醒之后又会是何种景象呢?(五)“今宵酒醒何处?杨柳
岸﹑晓风残月。”

被明代词评家贺赏称这一句是“千古丽句”,那么这句俊在哪
里呢?(学生四人一组讨论,品读)提示:切入点:什么时候看到
的景象?哪些景象?)美在:“杨柳岸”“晓风”“残月”四个
典型意象组合在一起,引起读者无尽的想象和遐思。寓情于景,
情景交融。“杨柳”“风”“月”这些本是自然界的景物,但
文人却赋予其特殊含义。“杨柳”历来为送别诗的意象,《诗
经》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况且“柳”谐音“留”,有
不舍之意。“晓风”,这里是秋天的晚风,清冷,让人心生凉意,
而“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中的风又有了依恋的意思,这里
“晓风”两层意思兼有:“月”是“团圆”的象征,而“残
月”则是不团圆,为孤身远行的词人心头添了一层凉意。而在
这里的景纯为情设,虚写,营造了浓烈的愁思,有“愁”则
需“销”,借酒吧,可此时己是酒醒时分,正应了李白的“举杯
销愁愁更愁”。

(六)“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
何人说。”



这一去长年相别,(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我料想即使遇到好
天气﹑好风景,也如同虚设。纵然有千种的风情,万般的情意,
又与谁去诉说呢?这两句道出了“余恨无穷,余味不尽”,然后
请学生谈谈感受。词人以孤寂落寞之情收束全诗,既突出了前
景渺茫,又表露出余恨无穷的哀怨。下片在写法上是虚写。七﹑
归纳艺术特色1.白描手法。没有堆砌辞藻和大量用典,以本色
语言进行铺叙,告别过程逐层展示,离别之痛渐次加深。2.情
景交融。融情于景,合理意象的选择,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缠绵
徘恻的离愁别绪。

语文建设

201301

1.结合本课第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雨霖铃》,鉴
赏豪放派与婉约派的不同风格。

2.按照词的一般常识鉴赏另一位婉约派词人李清照的《声声
慢》。


